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级无机化学>>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级无机化学>>

13位ISBN编号：9787040119831

10位ISBN编号：7040119838

出版时间：2003-5

出版时间：高等教育出版社

作者：唐宗薰 编

页数：629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级无机化学>>

前言

　　20世纪40年代以来，无机化学进入了一个迅猛复兴并飞跃发展的时期。
具有特殊性能和结构的新型无机化合物大量涌现，新的知识、新的发展领域层出不穷，新的理论研究
在大踏步前进。
而大学化学专业本科的无机化学教学，在一年级一次完成式的传统模式依然存在，显得苍老、缺乏活
力而不适应。
传统的大一无机化学课程，基本上是建立在中学数理化基础之上。
它分为两大块：前一块普通化学原理既是为基础元素化学的学习做好理论准备，又是为其他后续化学
课程起先导作用；后一块基础元素化学是依元素周期系对元素及其化合物的性质进行介绍。
但由于数、理及化学理论知识的局限性，要从结构化学、化学热力学及动力学等理论结合上对无机化
学的问题进行深入阐述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无机化学的教学显得不足。
一些学校则在化学系四年级开设无机化学专题来补充，但挂一漏万。
所以化学专业本科生的无机化学知识水平仍得不到根本提高。
近些年来，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适应突飞猛进发展的形势需要，无机化学教学也开始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
打破旧传统，代之以无机化学分段设置课程的结构改革，《中级无机化学》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诞生
了。
在教学内容上，《中级无机化学》系统介绍现代无机化学所涉及的新理论、新领域、新知识和无机新
型化合物，在教学方法上突出结构化学、配位化学及热力学等基础理论在无机化学中的应用。
这既是化学专业本科生对现代无机化学知识水平要求的需要，又是初级无机化学和高等无机化学两个
层次之间建立相应衔接的必然趋势。
　　《中级无机化学》面对的是学完了大一无机化学及后续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结构化
学等基础课的高年级学生，其目标应该是要尽量运用这些先行课所学的理论知识来解决无机化学的问
题，它在理论深度上应有一定的高度，因此，《中级无机化学》应该包括有一定分量的近代无机化学
理论的内容。
我们在有关章节介绍了分子的对称性和群的知识、多原子分子的分子轨道法处理，这就为处理一些复
杂配合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在结构化学中已安排有配位场理论的内容，我们在本书中除作适当扩展外，主要是应用配位场理论去
处理无机化学中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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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级无机化学》将化学热力学、化学动力学和结构理论等密切结合来论述元素化学，得到了较
好的体现；其次，仍然以元素周期系为框架来建立课程体系，体现了无机化学的系统性、整体性和连
贯性；第三，对现代无机化学的热点问题都给予了足够的注视；第四，体现了化学是一个整体，各个
化学学科分支是互相融合、互相渗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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